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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洛森克兰兹的《教育学的体系》一书的出版（1848年）算起，教育哲学的历史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
。
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相对来说则晚了许多，从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开始算起，迄今不足百年，而
且中间还中断了一段时间。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重建教育哲学。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1980年，我国在高等院校中重开教育哲学课。
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以前曾长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的老一辈学者率先进行教育哲学的研究，积
极开展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工作。
尤其可喜的是，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一部分中青年同志和哲学工作者也参加进来，这不仅给我们
的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也使教育与哲学的结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因教学而研究，教学又为研究培养后备力量。
正是在教学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我国的教育哲学逐步前进，体系不断更新，研究的问题领域不断扩展
，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出版的教育哲学专著已有几十本之多，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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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教育来改进和提升人权状况是人类文明必要的乌托邦，人权与教育的共同任务在于创造人类
的尊严与价值，彼此相互含摄。
人权若无教育，就像马车有车无马，寸步难移；教育若无人权，则如马车有马无车，空行无物。
     本书以教育现场为对象，从人权的视野讨论教育范围的人权问题，并期望更多的人权能够落实到现
实的层面，成为现实性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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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尚民主的教育：杜威的实践  二、人权教育的内涵    （一）人权教育是为了“人”的教育    （
二）人权教育是关于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启蒙教育    （三）人权教育是尊重人权的教育    （四）人权
教育是通过教育活动实现人权理想的教育  三、人权教育的基本指向    （一）指向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
高    （二）指向教育过程的合人权性    （三）指向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升第四章 教育中人权问题
的现状审视（上）  一、生    （一）毁灭的生灵：生命权的漠视者    （二）沉默的羔羊：权利意识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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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与女第六章 教育中人权问题的归因分析  一、传统文化层面    （一）皇权至上造就了等级森严的
政治文化    （二）伦理本位养成了权利意识缺乏的民族性格    （三）伦理思维的局限——主体性概念
的缺席  二、制度层面    （一）意识形态规约的偏颇    （二）制度伦理性的缺失    （三）班级授课制的
局限  三、教育观念层面    （一）教育就是“管教”    （二）教育就是赋予人谋生的本领    （三）教育
应该产业化  四、进一步的追问：工具理l生的膨胀    （一）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工具    （二）人成为社
会“欲望”的工具    （三）教育研究走向工具主义第七章 人权教育的多维策略  一、他者的借鉴    （一
）人权教育在美国    （二）人权教育在德奥    （三）共性的归纳  二、观念的变革    （一）主体观：追
求人权主体的普遍性    （二）自由观：以谋求个性自由为核心    （三）平等观：力求平等与效率的统
一    （四）道德观：“权利伦理”与“义务伦理”统一下的偏移  三、制度的创新    （一）制度的预期 
  （二）制度的回归    （三）制度的转换    （四）学校制度的建构  四、实践的转向    （一）重新厘定教
育目的    （二）探索新的课堂教学策略    （三）正确发掘课程文本    （四）提升教师人权意识主要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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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权离开教育，人权难以普及，人权意识的提升会有困难，人权问题层出不穷的现象难以从根本上得
到遏制；教育若无人权，培养人的教育便异化为对动物的驯养、对产品的加工，教育很难为文明社会
准备具有一定人权意识的国民。
人权与教育唇齿相依的关系、人权与教育联合将回归教育本真的希望、人权与教育背离会产生的严重
后果，这一切，使得人权与教育的融合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人权有对抗不合理公权的法律或制度理由，人权天性地把捍卫个人的尊严和完整性作为自己固守
的底线。
人权对人的价值、尊严、幸福的肯定和保障，人权对不公正、不正义的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力的合理抵
抗以及对正义的、道德的国家权力或其他公权力的维护和遵守，可以较好地调解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
的矛盾。
早期的社会契约论包含了这种思想，当代的权利道义论和功利主义以及社群主义的争论，实质是为了
更好地实现这种调和。
尽管这一问题没有最终得以解决，但至少以人权作为一种调和的模式或工具，是一种到目前为止较为
合理、较具可见性和操作性的价值标准，因为人权明确了个人、国家（或公权力）双方的利益和权利
，显现了利益与权利的边界，虽然边界所划定的利益、权利范围的大小常处于变化之中。
教育则不然。
作为一种非对抗性且更多的时候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常常处于被动依附的状态。
作为培养人、发展人的教育的价值取向，如果只是国家主义、工具主义，没有为“人”划出地盘，人
的价值、尊严、权利等人权内涵就被抛出了教育的视野。
教育是有人的、为了人的、关于人的和通过人的，这一切，决定了教育要成其为教育，教育中必有人
权。
人权与教育的融合，有利于人们尊重教育中的人权，有利于通过制度的建构，保障教育中的人权，并
最终实现教育向本真的回归。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权与教育>>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3月15日的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一则重要消
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庄严载人宪法。
正在苦苦思考论文选题及学校教育存在的“病理”问题的我，眼前突然一亮，为何不就人权与教育的
问题进行一番探索呢？
带着无以言表的兴奋，我一口气跑到书店，翻阅到山东大学齐延平教授所著的《人权与法治》一书，
作者明确指出，“人权研究与人权教育在我国尚属薄弱环节”，提出要“认真对待人权教育”。
我决定把《人权与教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当我告诉尊敬的导师王坤庆教授时，他当即表示肯定和支持。
论文的写作过程是艰辛而痛苦的，能承受住不断涌现的“阵痛”并坚持到最后，完全离不开导师的坚
定、激励和鞭策。
论文完成后，盲审和答辩均为优秀，专家们对选题更是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选题富有一定的前瞻
性。
所以，特别要感谢导师对“天生”愚钝之我不厌其烦、不遗余力的指导。
导师深邃的专业眼光、敏捷的学术思维、民主的教育情怀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
本书写作期间，导师身体欠安，仍不忘精心指点、热忱鼓励。
如果本书尚有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导师的智慧、心血，以及给予学生至上的人权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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